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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文教學經驗與心得 

周鳳燕教師 

1999 年剛踏出師訓大門，像是少林弟子正式闖過困難重重的

“少林木人巷”，成功摒棄“臨教”身份，額上像印著“正式教師”

的名堂,威風凜凜。當時對教育抱著滿腔熱忱，懷著一身“教學法”

踟躕滿志地下山為教育獻身。 

雖然被遣派到一個偏僻小鄉村，全校只有 10位老師，160個學

生。甫一出學院就好像得面對重重的困難，但，心中始終有一個信

念－－真金不怕紅爐火，我是一個受過正式訓練的教師，更應視教

學為一種挑戰。 

假期裏去報到時，就接到更嚴峻的挑戰，我被委任為華文主任

兼任五年級的級任，負責教導他們的華文科。可能是蜀中無大將吧，

派我這“新丁”擔如此重的擔子。 

開學前，我就先流覽一遍 5 年級的華文課本以獲得片面的瞭

解。然後在全年教學計畫中，擬出一整年要寫的作文題目。由於這

一班大多數都是後進生，所以我都是儘量考慮學生的程度、生活經

驗及節日等方面來擬。 

由於有許多當教師的朋友，所以不難從他們處獲得許多作文參

考資料如範文、圖片等。於是儘快的根據擬好的作文題目編一份全

年的作文大綱。 

猶記得第一次教導的作文題目－“開學的第一天”。就將學院

所學的作文教學法一一耍出來。我認為書寫必須與說話緊密結合，

所以我先讓學生自由發言，當學生發言時，我就一面記錄辭彙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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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就和學生在黑板上共同討論和擬大綱，整理黑板上的辭彙，最後

讓學生寫作。我覺得步驟沒錯，次序還好，只是發現學生並不勇於

發言，所以討論時，很多時候都是由我發言。 

當批閱時，才驚覺學生的語文程度之差，非我能想像的。寫出

的句子根本是錯誤百出、錯用標點符號、錯別字又多，有者只是將

黑板上的大綱抄進簿子就交上來。更遑論有什麼美文佳句之類的作

品。天呀！真不敢想像假如沒有提供辭彙與大綱的情況下，同學們

會寫出什麼作文來。 

怎麼辦？一開始就觸礁了。灰心、沮喪、害怕的感覺油然而起。

更為他們年尾要面對小六檢定考試而擔心。 

幸好班上學生並不多，容易管教。他們都居住在附近，課餘也

容易把他們召回學校惡補。 

首先從基本功教起。我將寫作文常用的各辭彙分類，要學生熟

記然後聽寫、造句、看圖寫句子、甚至連最瞧不起的“背作文法”

與“默寫”也採用了，目的是讓同學們知道什麼是作文，什麼是考

試要求的作文。 

覺得學生大至上掌握了基本功後，就根據體裁教導學生寫作

文，因為看圖作文是必須作答的，所以花的時間也較多。 

做看圖作文時，我會要求學生仔細觀察圖片後，必須將圖中所

顯示的人物、時間、地點、背景(特別是畫中所顯示的辭彙、標語等)

圈出及馬上在圖片上簡單與清楚的寫出。然後對圖片的事件、人物

表情、行動、氣氛來想像故事的發展過程。確定了圖畫的主要內容

後，想好故事的開頭經過和結果，就可列出大綱，然後按照圖意具

體描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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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久見功，有些學生總算寫出“像樣”的作文。年終，小六檢

試成績放榜時，雖然沒有很特出的成績，但及格率還算滿意。 

萬丈高樓從地起，學習語文又何嘗不是呢？於是第二年，身為

華文主任的我擬了一系列華文教學的計畫表。計畫大致如下： 

（一、二年級）強調說話教學及認識和應用字彙與辭彙。在課

堂上教師應多讓學生發言如：發表意見、作口頭造句、看圖說話。

書寫方面要求教師在這階段多給學生聽寫、造句及完成句子。 

（三、四年級）在這階段強調進行片斷練習、看圖寫故事、認

識作文體裁及寫簡單的命題作文。 

（五、六年級）必須進行課程大綱所列的各種文體進行訓練。 

第二年的成績仍未見有“大改善”。苦思前後方知我忽略了一

點那就是我不清楚作文批改的要求與方式。在一次的偶然機緣下我

認識的一位元資深的小六華文作文批改教師。幸好獲得他慷慨提

點，才讓我知道批改的要求及獲得一些寶貴的資料。回到學校，我

給同事們在校課程培訓，由於大家都是剛從學院出來的年青人，對

教育都有一顆赤熱的心、都有共同的目標－把孩子教好。 

幾年後，我覺得自己的教學經驗越來越豐富，進行教學教時也

不像以前那麼有負擔，都是輕輕鬆松上課，快快樂樂下課。 

一轉眼在教育界服務了整十年，希望這十多年來沒有誤人子

弟。反思這些教作文的日子，遇到了許多作文教學上的難點。歸納

成以下幾點： 

(一)作文內容空洞、貧乏 

學生的作文內容往往是寫得不充實、不具體。不然就是在提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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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作文時，嚷著無從開始或無話可說。我認為要將作文寫得充實或

言之有物，就必須訓練學生留心觀察四周所發生的事物。除此之外，

訓練學生寫周記或日記不失為一種好方法。 

(二)表達能力差 

在批閱學生的作文時，常發現學生作文雖有內容，但卻沒有很

好的擴展或者沒法表達出來，再不然就是詞不達意。對於這點，作

文的基本訓練就不能忽略了。如加強造句與說話訓練。 

(三)離題 

離題是學生作文最大的致命點。不管文筆多好，一旦離題就可

令他“飲恨考場”。因此仔細的審題立意就得注意了。我會要求學

生在作命題作文或完成故事時，將題眼圈出。作看圖作文時，就要

求學生圈出人物、動作、發生的事件及其他重要事物，如在圖中列

出的標語或辭彙。 

我深知要交給學生一杯水，自己必須有一桶水的道理，況且在

這日新月異、知訊爆炸的時代，身為教師應該不斷提升自己與時並

進。好好武裝自己才能享受教學的樂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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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待明天 

郵差叔叔怎麼還沒來？ 

來啦！沒教總的信！ 

明天吧！ 

明日復明日。 

收到啦！表格來啦！ 

快填寫！截止日期快到啦！ 

等信，等信，再等信。 

今天沒音訊 

明天吧！ 

嘩噻！錄取啦！ 

一日又一日。 

行前會議走一趟， 

見一面，甚陌生， 

再會吧！二十一日機場見！ 

待嫁女兒心， 

好想再見面。 

明天吧！ 

盛裝出發，好心情 

一飛沖天，喜悅萬分。 

陌生國土，興奮難耐。 

熱情招待，受寵若驚。 

徹夜難眠，如何平伏那復雜的心情？ 

明天吧！ 

可愛，親切又活潑的輔導員 

那噓寒問暖，窩心極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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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了我那深深的鄉愁！ 

上課啦！但總不想有下課， 

這裏有掏不完金，挖不完的寶。 

明天吧！ 

更精采的在明天啊！ 

山明水秀，無限好風光。 

三七二十一再減二， 

十九天完啦！ 

沒有明天啦！ 

還是期待明天， 

謝謝您，台灣 

美麗的國土──馬亞西亞 

讓我再投入 

您那溫暖的懷抱。 

 




